
玉河路与千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60 米路南，
人行道上窨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珠江路与中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50 米路
北，垃圾未及时清理。

月湾湖西路与太白山中路交叉口向西约
90米路北，雨水箅子破损。

市区樟江东路与衡山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
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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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文博
“最近在学校没啥事儿吧？有

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
“妈，你放心吧。我挺好的。”
9 月 22 日，程景伟送小永

（化名）上学时，嘱咐他要好好学
习。

程景伟是小永的“爱心妈
妈”。两人结识于一年前。2023
年“六一”儿童节，程景伟所在
单位组织人员到青年镇一所学校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在这次活动
中，程景伟遇到了父母双亡的小
永，和他成了“母子”。

小永今年14岁，平日和叔叔
婶婶一起生活。他所在的学校是
一所寄宿式初中。以前，学校放
假，小永就回到叔叔婶婶家。结
识程景伟以后，小永多了一个家。

小永在校期间，程景伟定期
和他的班主任沟通。得知小永语
文成绩下滑时，程景伟及时和小
永的叔叔婶婶沟通，分析原因，
并为小永找来辅导资料，帮助他
调整心态，提高学习成绩。

“我妈经常告诉我要好好学
习，为将来谋划，争取过上好的
生活。”提及学习，小永表示，在
程景伟的督促下，他已经找到了
学习目标，下一步会尽快把学习
成绩提上来。

节假日，程景伟邀请小永来

家中，给予他温暖。程景伟的丈
夫和儿子也十分喜欢小永。每次
小永来，程景伟的儿子都十分开
心，和小永形影不离。

小永以前没有单独来过市
区。为了丰富小永的生活，程景
伟和丈夫一有空儿就带着两个儿
子四处走走。

“我爸妈给我买衣服、好吃的
和书，还带着我去了神州鸟园、
市科技馆等。我玩得很开心。”说
起和程景伟一家的相处，小永满
面笑容。

每次带着小永和亲朋好友见
面，程景伟都会说“这是我的大
儿子”。

“听到这话，我感觉特别温
暖。”小永说。

今年暑假，小永在程景伟的
帮助下，成了一名志愿者，参加
了清洁家园、美化环境等志愿服
务活动。“我在这个暑假长了很多
见识，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小永
告诉记者，“我很感激我妈。她改
变了我的生活。我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我希望他好好学习，努力成
才，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成就
一番自己的事业。”听到小永的
话，程景伟表示，她和丈夫会把
小永当成亲生儿子，给他一个温
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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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 震） 9
月20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漯河分中心举办的“迈开步 动
出彩”体彩全民健身季国球进商
圈品牌主题活动在市区昌建广场
举行。

在“爱乒才会赢”游戏互动
区，记者遇到了市民张慧卿。正
在排队的她跃跃欲试。游戏规则
是用大弹弓将乒乓球弹射到墙上
的乒乓球拍上。第一次，张慧卿
没有击中墙上的乒乓球拍。第二
次，张慧卿调整好角度，如愿将
乒乓球弹射到墙上的乒乓球拍
上。挑战成功后，她获得了一份
精美礼品，还参加了抽奖。

在体彩品牌展示区，市民赵
先生说，中国体育彩票不仅支持
运动员训练、举办高水平赛事、
建设运动场地等，为竞技体育事
业发展贡献力量，还大力支持群
众体育事业发展。他希望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参加体育锻炼，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

“非常高兴能参加此次活
动。活动中既有好看的文艺节
目，又有轻松的体育项目。希
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活动。”市
民薛芳说。

参加互动游戏的市民高先
生表示：“此次活动让我们感受
到运动和购彩的乐趣。”

体彩工作人员向大家发放

了宣传单，介绍体彩公益金的用
途、体彩玩法等，倡导“快乐购
彩、理性投注”，让更多人深入了
解中国体育彩票。

9 月 21 日、22 日，“迈开
步 动出彩”体彩全民健身季主
题活动分别在市区两家体彩实
体店举行。活动设体彩品牌展示
区和游戏互动区。在游戏互动
区，不少市民参加体彩小知识问
答等游戏，赢得了精美礼品。

“举办‘迈开步 动出彩’体
彩全民健身季国球进商圈品牌主
题活动，旨在通过体育桥梁进一
步加强体彩与市民的联系，推动
体育事业发展，倡导健康、积极
的生活方式。‘迈开步’是运动的
开始，也是健康生活的起点；‘动
出彩’是我们对这次主题活动的
美好期望，希望带动更多年轻人
参加全民健身活动。”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漯河分中心主任郝
恒表示。

风景如画的幸福渠。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记者 陈全义
尹晓玉

1970 年，我市第一座公
园——市人民公园建成。50多
年来，我市公园实现了从一枝
独秀到遍地开花的转变。尤其
是2007年沙澧河风景区建设
启动以来，公园建设的步子迈
得更快了，湿地公园、体育公
园、口袋公园等各具特色的公
园越来越多。今天的漯河，成
了一个大公园。上班路上、回
家路上、四处逛逛，市民好似
时时刻刻身在公园之中。漯河
现代化幸福之城的口碑越叫越
响。

市人民公园一枝独秀

说起漯河的公园，很多市
民第一时间会想到市人民公
园。作为漯河最早的公园，市
人民公园始建于1970年，曾
是漯河人最热爱的休憩地，陪
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是很
多“70后”“80后”漯河人记
忆里温馨的地方之一。

市人民公园为人民而建、
因人民而兴，串起漯河的过去
和现在。

“我们小时候，漯河既没
有沙澧河岸边的那些游园，也
没有随处可见的路边小公园。
那时候出去玩，最喜欢去的地
方就是市人民公园了。一到节
假日，市人民公园里人山人
海。那热闹的场面，我现在想
起来还感觉兴奋。到人工湖划
划船，去猴山看猴子，爬到假
山的亭子上望远……”“80
后”市民刘伟告诉记者，他有
了孩子后，经常带孩子去市人
民公园玩。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
代，漯河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
是市人民公园。“里面有吃
的，有玩的。年轻人谈恋爱，
小孩子春游、秋游，家里来了

亲朋好友，都去市人民公
园。”今年60岁的市民张云告
诉记者，很多老漯河人家里都
有“公园照”。虽然照片已发
黄，但这份集体记忆永不褪
色。

各类公园遍地开花

9月16日，记者走进秋日
的小南湖湿地公园。公园里流
水潺潺，林木茂盛，处处皆
景，有赵州桥、玉带桥、枫
桥、疏影桥等缩微版名桥，是
一个集植物科普、城市文化、
湖区景观于一体的生态公园。
林荫小道上，很多市民在悠闲
地散步。

“孩子喜欢来这里玩，过
小桥，玩水，呼吸一下新鲜空
气。”陪女儿在这里游玩的市
民刘颖告诉记者，湿地公园像
一个“生态社会”，花繁果
香，不光有美丽风景，还让人
有置身大自然的幸福感。

小南湖湿地公园是我市公
园建设的一个缩影。

2007年，沙澧河风景区建
设启动。经过一期、二期的建
设开发，我市打造了红枫广
场、银滩广场等几十个沿河主
题公园，为市民、游客提供了
休闲娱乐、游玩健身的好去
处。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水资
源，我市又开发建设了沙河湿
地公园、水韵花溪湿地公园、
小南湖湿地公园、黄龙湿地公
园、月湾湖公园等一系列主题
游园。

2018年，我市开始对幸福
渠 （市区段）进行修复改造。
2021 年 5 月，幸福渠 （市区
段）生态水系正式通水。如今
的幸福渠（市区段）旁，有五
福园、文字园等游园，成为新
的“慢行休闲走廊”。渠如其
名，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群众的
幸福感。

“以前，市民逛公园只能
去市人民公园，住得远的话，
去一趟挺不容易的。现在不一
样了，从沙澧河风景区的主题
游园到这么多的湿地公园再到
幸福渠旁的众多游园，都环境
优美、设施齐全。”说起这些
年的变化，市民张宁笑得合不
拢嘴。

从量变到质变，从单一到
多样，如今，各具特色、内涵
丰富的公园，既是漯河的“颜
值担当”，又提升了市民的生活
品质，让生态宜居成为现实。

小公园改善大民生

丰富的绿植、蜿蜒的小
道、多样的健身器材……仲秋
时节，位于白云山路与滨河西
路交叉口附近的“满庭霜·知
秋”口袋公园，有着“落叶飘
零便知秋”的意境美，满足了
群众“走、停、娱、动”的生
活需求。

像这样的口袋公园、街头
游园，漯河还有很多。

“推窗可见绿，抬脚即进
园”是在现代化、快节奏生活
环境下，群众对休闲生活的新
渴望。利用好城市里的“碎片
土地”，为群众打造一个个看
似袖珍却“五脏俱全”的口袋
公园，是近年来我市又一惠民
举措。2023年以来，我市全面
启动中心城区“拆墙透绿”工
作并大力开展口袋公园建设工

作，精心打造口袋公园、街头
游园，先后建成十多个口袋公
园，为周围居民提供了休闲健
身新去处。如今，逛家门口的
口袋公园成了漯河市民生活新
风尚。

“过去，这里是一块荒
地，杂草丛生。现在，这里
每天热热闹闹，烟火气十
足。”9月16日，位于汉江路
与白云山路交叉口东侧的口
袋公园里，带着孩子在此玩
耍的市民苏女士告诉记者，
以前，孩子放学后想户外活
动一下总是找不到好去处。
现在好了，出家门就是小公
园，孩子们在儿童游乐设施
上欢快玩耍，看孩子的家长
坐在长椅上谈笑风生、利用
各种健身器材活动筋骨。

一批风景秀美的口袋公
园极大地美化了市容市貌，提
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公园＋文旅”
点亮美好生活

红枫广场，以中秋为主题
的无人机表演，将现代科技与
传统文化完美融合；身着华美
汉服的模特，在秀场展示中华
传统服饰的魅力。美食区香气
四溢，烟火气十足。银滩广
场，灯光秀、音乐喷泉、文艺
演出让人目不暇接。中秋假
期，沙澧河风景区的几个主题

公园灯火璀璨，吸引了数万名
游客。

近年来，我市围绕“文化
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
新引领未来”总体部署，高标
准扎实推进沙澧河文化风光带
建设，在沙澧河风景区的红枫
广场、银滩广场等多个主题公
园，积极打造“公园+”新发
展体系，将深受市民喜爱的公
园空间与文旅产业相融合，创
新服务形式，完善业态功能，
通过无人机表演等，进一步丰
富了公园内涵。

“节假日，在沙澧河风景
区的几个主题公园，市民不仅
能游园，还能骑马、看节目、
吃美食、体验户外露营，在家
门口的城市公园就能过上时尚
生活。”市民陈先生表示，如
今，沙澧河风景区的一些公园
已成为市民就地过节的打卡
地。

一座座不同种类的公园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
展。从只有一座公园到如今出
门走几分钟就能进入公园，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
步增强。

未来，我市将继续把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作为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为重点，积极探索
城市公园建设路径，让闲适的
市井生活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
得益彰。

编者按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沙澧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即日起，本报推出“沙澧改革故事汇”系列报道，从

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变化入手，反映新中国成
立7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漯河发生的历史性变
化，激励全市人民坚定信心、奋勇争先，聚焦全面深化改
革各项任务，凝聚起推动漯河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为
加快推进新时代漯河“二次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漯河实践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王嘉明
9月19日，在临颍县食尚年

华田园综合体，我市摄影爱好者
和绘画爱好者聚焦农业、农村、
农民和丰收场景拍摄的一批照
片、创作的一批绘画作品，吸引
不少游客驻足。

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下，收
获粮食的农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这份喜悦来自丰收，饱含
了农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
憧憬。

绘画作品里的人物既有耕作
的农民，又有科研人员。一幅画
上，科研人员专注地观察着手中
的微生物样本。他们积极转化农
业科技成果，致力开启农业生产
新时代。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齐国
霞） 9月22日下午，由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
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75周年“舞绘沙澧 韵动全城”
舞蹈展演在市豫剧艺术中心举行。

伴随着悠扬的笛声，《贾湖笛
韵》的表演者用舞蹈演绎贾湖先民
的生活场景，让观众通过灵动的舞
姿感受贾湖先民的淳朴生活；《决
胜一球》 是个活力十足的舞蹈节
目，孩子们用动感十足的步伐和自
信的笑容诠释体育精神；独舞《爱
莲说》 的舞者动作优雅、气质高
贵，仿佛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
花……近两个小时，舞蹈演员为观
众献上了20个风格各异的精彩舞
蹈节目。

古典舞的轻盈飘逸，民族舞的
热烈奔放，拉丁舞的激情澎湃，现
代舞的创意无限……每一种舞蹈都
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

音乐时而悠扬，时而激昂，与
舞蹈相得益彰，“讲述”动人的故
事。

“舞绘沙澧 韵动全城”舞蹈展
演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让观众
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世界。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舞绘沙澧 韵动全城”舞
蹈展演有助于提高我市的舞蹈创作
水平，发现优秀编创、舞蹈人才，
推动舞蹈事业发展。同时，“舞绘
沙澧 韵动全城”舞蹈展演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

漯河公园：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

“舞绘沙澧 韵动全城”舞蹈展演举行

“爱心妈妈”的温暖守护

丰收节里“画”丰收

“迈开步 动出彩”体彩全民健身季
国球进商圈品牌主题活动举行

→舞蹈《化茧成蝶》。


